
今年 6 月 10 日是第十八个中国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丰富多彩的活动在各地

举行。目前，中国已有 56 项世界遗产，

长城、敦煌莫高窟、颐和园、云冈石窟、福

建土楼等蜚声中外的名胜古迹均名列

其中。

保护文化遗产、实现代际传承，是人

类共同的责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

遗产专家尤卡·尤基莱托在《建筑保护

史》中说：“作为对文化特性的肯定和丰

富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属于全人类的

共同遗存，文化遗产赋予每一个特殊的

地方其可识别的特征，是人类经验的宝

库。”从这个角度而言，保护文化遗产就

是保护人类文明多样性。

文 化 遗 产 是 文 明
交流的结晶

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

征 ，也 是 人 类 进 步 的 源 泉 。 2000 多 年

前，中国人就意识到“物之不齐，物之情

也”。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

同存异，正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往，

促进了人类的进步和繁荣。

不同文明之间并无优劣之分，早期

文明的特质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密切相

关。例如，几千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

运动彻底改变了亚洲的地理环境：青藏

高原、兴都库什山和伊朗高原阻隔了来

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造成亚洲内陆出

现大量荒漠地区，隆起的高山上融化的

雪水又灌溉形成大小不一的绿洲。绿洲

面积因水源丰富程度有所不同，最大绿

洲的产出也无法完全自给自足，人们的

许多生活必需品依赖交换，客观上推动

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正如元代史专家

刘迎胜所说：“欧亚内陆的居民并没有因

为这种恶劣的地理环境而陷于孤立，恰

恰是这种恶劣的地理条件，决定了欧亚

内陆和北方草原之间必须有所交往。”

正因不同文明异彩纷呈，人们才跋

涉万里寻求沟通。比如中国的丝绸和西

方的玻璃器，都曾被对方视若珍宝。英

国学者赫德生在《欧洲与中国》一书中

说：“公元 1 世纪的早年，丝绸的使用已

经从安息传到地中海，在安息宫廷中丝

绸或许从头一个中国使节到达时就已开

始了。”中国出土的文物中也有不少来自

国外的玻璃制品。玻璃的主要原料是硅

酸盐岩石中的石英，分布范围广泛，但单

纯的石英熔点在 1700 摄氏度以上，在古

代需要添加助熔剂来降低其熔解温度。

最好的助熔剂是纯碱（碳酸钠），地中海

东岸分布有大量自然纯碱，因而这里的

人很早就烧制出玻璃制品。

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是新疆以东

地区出现的第一个大型石窟群，在当时

被寄予凝聚社会共识、促进民族融合和

稳定社会秩序的功能。公元 439 年，北

魏太武帝重新统一了中国北方地区，丝

绸之路更加畅通。《魏书》中所记西域国

家与中国的距离均以平城（今山西大同）

为起点，云冈石窟中随处可见中外文化

交流的印记。例如，最早开凿的五座大

像窟之一、云冈石窟第 18 窟，北壁的弟

子像是典型欧罗巴人种形象，但尚无文

献表明曾有欧洲工匠参与云冈石窟的开

凿，这些异域形象正是彼时中外交流的

反映。此外，云冈石窟里的装饰花纹中

外杂陈，柱子的某些部分明显受外来文

化影响，既有希腊古典的“爱奥尼亚”式

柱头，也不乏波斯和印度的柱式。

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吸引促进了技

术交流，从古至今持续影响着世界。例

如，瓷器是古代中国送给世界的礼物，今

天的制瓷技术依然在迭代升级。以各种

稀土为原料，或混入不同金属元素，或使

用多元烧制技术的高科技陶瓷，可以用

于人造骨、人工关节等生物医学领域。

水稻也是如此。中国南方稻作系统被列

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杂交水稻技

术的推广普惠人类。非洲已有 16 个国

家种上了中国的杂交水稻，马达加斯加

在货币上印有杂交水稻的图案。

促 进“ 一 带 一 路 ”
人文交流合作

艺术是人类共通的语言。人们出国

时，常常前往博物馆或文化遗产地，通过

一件件具体文物了解该国的历史与文

化。在国内，人们也能通过各类展览了

解不同文明的特色和发展。文化遗产不

仅能够触发人们的思古幽情，对于促进

中外交流亦举足轻重。

1973 年，时任法国总统蓬皮杜在周

恩 来 总 理 陪 同 下 参 观 云 冈 石 窟 时 说 ：

“云冈石窟毫无疑问是世界艺术的高峰

之一。它表明你们的创造精神，是贵国

文化遗产对世界最优良的贡献之一。”

同年 5 月 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

物展览”首站在法国巴黎开幕，展品包

括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不久的“马踏

飞燕”、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中山靖王

刘胜和王后窦绾的金缕玉衣等。随后，

展览前往英国、加拿大和美国，观众人

数达数百万。以文化遗产为主题的展

览打开中国对外关系的新通道，借由文

物这一文化和美学载体，中国与世界展

开互动与交流。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外精品文物

展被引进国内，反映出当代中国的开放

视野。例如刚刚结束的故宫博物院“譬

若香山：犍陀罗艺术展”，就吸引了大量

参观者。犍陀罗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交

通要道，犍陀罗艺术是希腊、波斯、印度

等多元文明碰撞融合的产物，体现了丝

路 沿 线 文 明 交 流 互 鉴 中 焕 发 的 创 造

活力。

“十三五”期间，中国的文物出入境

展览累计达 300 余项。“华夏瑰宝”文物

展、“东西汇流：13—17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文物展，特别是与亚洲 46 国及埃及、

希腊合作举办的“大美亚细亚——亚洲

文明展”，无不以文物展览凸显中国与世

界各国文明的交融互鉴，成为“一带一

路”人文交流的“金名片”。

可以说，文化遗产帮助我们更好地

平视世界。我们既要讲好中国故事，让

世界理解中国，也要敞开胸怀，加强国际

文化交流，在交流中更好地理解世界、理

解自己，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守 护 文 化 遗 产 是
全人类共同的责任

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

富。在元代，尼泊尔工匠阿尼哥参与了

包括北京白塔寺在内的一些著名寺庙的

建设。2015 年，尼泊尔遭受 8.1 级强震，

许多文化遗产遭到损毁。2017 年 8 月，

中国政府正式启动援尼泊尔加德满都杜

巴广场九层神庙修复项目，这是中国在

尼 泊 尔 开 展 的 首 个 大 规 模 文 物 援 外

项目。

西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起步较早，

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保护原则和保护理

念，如 1931 年的《雅典宪章》和 1964 年的

《威尼斯宪章》等。中国传统文物保护以

传统技术和工匠经验为主。近年来，我

们积极学习国外文化遗产领域的先进理

念和经验，借助科技手段进行文物病害

机理分析和保护效果评估，取得了良好

效果。同时，我们也认识到东西方文化

遗产类型、类别之间存在差异。西方文

化遗产以砖石质为主，东方文化遗产则

以土木建筑为主。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文

物都有工艺材料的差别，相应的保护工

作也要因地制宜。

当前，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已成为文

明交流合作中最具发展潜力的领域之

一。作为中国在中亚地区的首个文物遗

产保护项目，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历

史古迹保护修复项目已于 2019 年圆满

竣工。在这一过程中，中方深入研究当

地文化历史及传统工艺，同时带去了中

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技术与经验。

孟加拉国毗诃罗普尔古城的纳提什瓦遗

址考古发掘，则是中国与南亚次大陆国

家 间 的 首 次 考 古 协 作 ，取 得 了 重 大 成

果。目前，两国正在积极筹划建设考古

遗址公园，以进一步发掘文化遗产价值，

增进当地民生福祉。

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在符合国际文化

遗产保护准则和当地文物保护原则的同

时，尊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风俗，有

助于实现合作共赢。目前，中国与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合作开展的历史古迹保

护修复项目，已从 1 国 1 处拓展到 6 国 11
处。中国与 17 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开展的 33 个联合考古项目，均得到当地

政府与人民的高度评价。

澳大利亚学者哈里森在《文化和自

然遗产：批判性思路》一书中写道：“文化

遗产最重要的不是关乎过去，而是关乎

我们与现在、未来的关系。”今天，守护文

化遗产，推动文明互鉴，日渐成为国际社

会的共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人类社

会中的冲突与大自然的变化都会对文化

遗产形成破坏，实现文化遗产的代际传

承，任重而道远。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

下大同。”期待各国携起手来，在保护人

类文化多样性的过程中更好地传承优

秀传统文化、尊重对方的文化，同时创新

发展新的先进文化，将文化交流合作不

断推向更深更远处。

（作者为云冈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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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伦敦地铁中央线到荷兰公园站

下车，出站右转，步行要不了 10 分钟，就

到达圣詹姆斯花园街 31 号。上世纪 20
年代，来自北京的青年舒庆春（老舍原

名）在这座维多利亚式的小楼里住了 3
年。20 年前，这座小楼正式挂上名人故

居蓝牌，为老舍在伦敦的时光留下永久

印记。

老舍在英国生活近 5 年，先后住过 4
个地方，圣詹姆斯花园街 31 号是他居住

时间最长的一处。笔者走访老舍故居这

天，天气难得晴朗。这栋翻新过的小楼

设计简约现代，窗棂雪白，铁艺围栏是典

雅的黑色。临街的一面朝南，街对面就

是圣詹姆斯花园。花园不大，有园丁修

剪的痕迹，却也保持了乔木和灌木的自

然风貌，错落有致。花园依着圣詹姆斯

教堂而建，阳光斜射过来，小楼墙上镶嵌

的圆形蓝色陶盘甚是醒目。陶盘上用白

色字体书写着汉字“老舍”，下面是英文

简 介 ：老 舍（1899—1966），中 国 作 家 ，

1925 年至 1928 年曾经住在这里。

英国街道上的“蓝牌”是名人居住地

或工作地的专有标志，一经挂上蓝牌，该

建筑就不能随意改建或拆除。同时，一

位名人的故居仅设立一块蓝牌，拜伦、达

尔文、丘吉尔等莫不如是。自英国实行

蓝牌制度以来，全国各地已有 900 多个

拥有蓝牌的名人故居。2003 年，英国遗

产委员会为老舍故居正式镶嵌了蓝牌，

老舍亦成为第一位获得故居蓝牌的中国

文化名人。不过，虽有蓝牌标记，房子仍

属私人住宅。不少旅人专程远道而来，

若巧遇房主，便聊起老舍的二三事。更

多人则是在门口默默打卡，避免打扰此

处的幽静。

老舍在散文《我的几个房东——伦

敦回忆之二》中提到在圣詹姆斯花园街

31号的生活，他“与一个叫艾支顿的合租

一层楼”。老舍与艾支顿相遇在伦敦大

学东方学院（今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我

多教他些中文，他教我些英文”。彼时，

老舍在东方学院担任中文讲师，学生年

龄从 10 来岁到 70 多岁都有，有一对一授

课，也有统一编班的大课。不教课的时

候，老舍就去图书馆看书写作。他在这

里 创 作 了 第 一 部 长 篇 小 说《老 张 的 哲

学》，“老舍”的笔名也应时而生。几年的

时光，老舍与艾支顿夫妇朝夕相处，对英

国人的生活方式有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和

理解。英式幽默与老北京的乐观碰撞出

的 火 花 ，在 小 说《二 马》等 作 品 中 可 见

一斑。

上世纪 20 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硝烟刚刚散去，现代主义思潮在欧洲方

兴未艾。中国大地进入觉醒年代，新文

化运动汹涌澎湃。以老舍为代表的一批

知识分子走出国门，学习西方文明、介绍

中国气象，为当时的西方社会了解中国

打开一扇新的窗口。据伦敦大学记载，

在英国工作期间，老舍尽力满足学生们

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东方学院在续约时

评价道，“舒先生在这里工作得非常令人

满意”。其间，英国广播公司曾邀请老舍

参与录制关于中文知识的广播节目，东

方学院第一批中文课程唱片里的声音也

出自老舍。老唱片的沙沙声中，老舍年

轻的声音抑扬顿挫，清亮的京音听起来

让人倍感亲切。东方学院的中国研究学

科不断发展壮大，学校也成为当时能够

提供中文学位的欧洲大学之一。

1929 年，已发表多篇小说并在文学

界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作家老舍离开了伦

敦。在英国期间，老舍大量阅读 19 世纪

以来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英国的狄更

斯、威尔斯，法国的福楼拜、莫泊桑等都

让他深受启发。正如他写到的，“我是读

了些英国的文艺之后，才决定也来试试

自己的笔”。欧洲文学经典不仅激发了

老舍的创作热情，也对他的创作实践产

生深远影响。回到中国后，他更加深刻

地认识到文艺的社会作用，逐步形成现

实主义创作风格，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

发展注入新气象。

近百年过去，圣詹姆斯花园街 31 号

依旧清净雅致。这栋小楼里留下的时光

印记，继续讲述着中西文化交流交往的

故事。

老舍在伦敦的时光印记
冯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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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俄 罗 斯 首 都 明 斯 克 ，景 色 旖

旎、建筑恢弘。坐落于斯维斯洛奇河

畔的杨卡·库帕拉国家文学博物馆，

是白俄罗斯著名诗人、剧作家和翻译

家杨卡·库帕拉的故居，也是明斯克

的一张“文化名片”。

库 帕 拉 是 20 世 纪 白 俄 罗 斯 新

文学奠基人之一，被誉为“民族复兴

的先知”和“人民诗人”，他的作品凝

聚着厚重的文化价值和抒情传统，

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北京第二外

国语学院的校园内，由中国雕塑家

吴为山创作的库帕拉像，吸引着人

们驻足欣赏、瞻仰。在白俄罗斯国

立模范剧院，每年戏剧季的开幕演

出都是库帕拉的喜剧作品《巴普林

卡》，也足见这位文学家在白俄罗斯

民众心中的重要位置。

于 苦 难 中 释 放
文学力量

库帕拉于 1882 年出生于明斯克

省的一个佃农家庭。童年时的他，

受热爱音乐与文学的母亲影响，不

仅学会了演奏小提琴和东斯拉夫民

间乐器扎列卡，对历史悠久的民间

口头文学、基辅罗斯文学等也产生

了浓厚兴趣。他大量阅读白俄罗斯

作家杜宁—马尔钦凯维奇、博古舍

维奇和波兰诗人斯洛瓦茨基、密茨

凯维奇等人的作品。

库帕拉曾在诗歌中这样回忆当

地民众在节日期间采摘凤尾草的场

景：“去采摘那种命运的野草吧”“在

黑暗的森林里，在清洁的田地上”“用

热情的眼泪——宝石似的眼泪！等

待着它开花结果——那幸福来临，从

清晨直到黄昏”。诗作寥寥数句，描

绘出乡村生活的宁静与和谐，寄托着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期许与盼望，即使

物质生活贫瘠，也不能遮蔽人民对高

尚精神的追求。

1902 年 ，库 帕 拉 家 中 遭 遇 不

幸。父亲突然离世，病魔又带走了 3
位兄妹。痛失至亲的悲伤与疾苦，使

库帕拉肩负起家庭的重担，饱尝人世

间的漂泊与艰难。他先后从事过家

庭教师、法庭文书、林区工人、店员、

杂役等工作，底层生活的历练促使他

思考白俄罗斯人民的苦难与出路。

1905 年，库帕拉在《西北边区》

报纸上发表的诗歌《庄稼汉》是其文

学创作的起点。 1907 年，他在诗歌

《是谁在哪儿走着？》中勾勒出沿着沼

泽和森林前行的白俄罗斯民众形象，

并大声疾呼：“是什么他们搁在瘦削

的双肩上，是什么他们举在瘦削的两

手上？——是他们所遭受的不平”

“是谁唤醒了他们的梦？——是苦

痛，是贫困”，结尾则发出振聋发聩的

号召：“现在他们究竟需要什么，这些

永 世 被 压 迫 的 瞎 了 和 聋 了 的 人

们？——是想被称为人”。

库帕拉的诗歌主题多样、激越昂

扬。在《牧笛》《古斯里琴手》等早期

诗集中，他强烈谴责沙皇专制制度，

颂扬人民的价值与力量。面对分崩

离析的社会和残酷不公的现实，库帕

拉召唤所有人民坚毅而果决地奋起

反 抗 ，奔 赴 革 命 性 的 未 来 ：“ 要 勇

敢！……要把巨大的桎梏打断！自

己 前 进 ，还 要 把 别 人 召 唤 ！/要 勇

敢！……不要听信他人的谎言，要相

信自己的力量和勇敢！/要勇敢，虽

然敌人在给我们做锁链，团结起来的

战士会把枷锁打成碎片！/要勇敢，

像风，像自己的意志！要知道，勇者

不怕重担和黑暗！/要勇敢，像刮倒

橡树的暴风！要做掌握自己命运的

好汉！”

库帕拉的创作真实反映了当时

白俄罗斯人民的生活，体现了争取美

好未来、实现国家独立的强烈民族意

识，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1922
年，库帕拉与雅库布·科拉斯等人共

同创办了白俄罗斯文学院及《火焰》

杂志，为白俄罗斯文学的发展注入新

的生命力。

在 革 命 中 迸 发
民族精神

“ 我 的 整 个 思 想 、我 的 梦/连 同

我 那 嘹 亮 的 歌 ……/全 都 跟 它 在 一

起 啊/它 ，就 是 我 亲 爱 的 祖 国 ”……

库帕拉的诗歌充盈着爱国主义情怀

与人道主义精神，质朴自然，立意深

远。十月革命的熊熊烈焰进一步点

燃了诗人的创作激情，为自由而奋

斗 、为 理 想 而 坚 持 成 为 其 诗 歌 主

旨 。 在《兴 起》《为 了 祖 国》等 作 品

中，库帕拉激情澎湃地向年轻人大

声疾呼：“伟大的十月震撼了整个世

界/旧的世界在无力地颤抖摇摆/那
些 曾 经 在 枷 锁 中 受 过 磨 难 的 人/现
在把被束缚住的翅膀伸展开来。”

在《遗产》《尚未命名》《致雏鹰》

等诗作中，作者热情地歌颂十月革

命后白俄罗斯人民崭新的生活状态

与美好希冀：“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

来临/是勇敢走出迷雾/拥抱自由的

时候了/白俄罗斯人民。”新的一代

必 须 在 泥 泞 和 尘 土 中 前 行 ，“ 从 光

荣 、勇 敢 和 伟 大 的 气 魄 中 成 长 起

来”，因为“革命就正是这样/把自己

的 伟 大 法 则 创 造 出 来 ”，工 厂 的 汽

笛、集体农庄的土地、浓密的丛林、

边防军的哨岗构筑起白俄罗斯现代

性的蓝图，社会的未来需要青年人

的勇气与担当……库帕拉的诗歌给

予人们力量与信心，鼓舞着他们建

设 新 国 家 、争 取 新 生 活 、追 求 新

价值。

与 此 同 时 ，库 帕 拉 投 身 民 族 复

兴时期的白俄罗斯教育活动，创办

了第一份白俄罗斯语报刊《我们的

土地》。他时刻关注白俄罗斯民族

文学的发展，在出版公司任职期间，

编辑了白俄罗斯文学经典——波格

丹诺维奇的诗集《花环》和年轻诗人

布伊罗的《山丘之花》文集。他还潜

心翻译世界文学经典作品，从波兰

语、俄语、乌克兰语、法语和德语文

学中择取 36 名作家的 92 篇作品进

行译介，俄罗斯著名诗人普希金等

人的作品就是借由库帕拉的翻译在

白俄罗斯广为传诵。

库帕拉在白俄罗斯戏剧舞台上

也功勋卓著，其作品具有强大的反省

力量。喜剧《巴普林卡》塑造了一位

坚强独立的女性形象；社会心理剧

《破巢》反映了人们失去家园与土地

的悲伤，也充满了追寻个人幸福与希

望的梦想。在戏剧创作领域，库帕拉

总是在不断的尝试和更新中探索白

俄罗斯民族文学的丰富性。

1942 年 6 月 28 日 ，这 位 纯 真 而

坚毅的诗人走完了跌宕起伏的一生，

安息于他深爱的故土——正是这片

广袤而深邃的土地孕育出他所有的

文学创造。“在河岸上，朝霞的时分/
一株雪球树开着花”。库帕拉所经历

的挫折与苦难、他的文字与智慧，已

凝结成深刻的诗意与澄明的思想，成

为 白 俄 罗 斯 民 族 永 恒 不 朽 的 文 化

印记。

（作者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比较文

学与世界文学教研室主任）

下图：明斯克城市景观。

赖霍·布鲁耶摄（影像中国）

深刻的诗意与澄明的思想
——白俄罗斯诗人杨卡·库帕拉作品赏析

秦 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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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云冈石窟第 9窟外前庭由

雄狮、大象驮起的廊柱。

图②、图③：北魏玻璃器，收藏

于大同市博物馆。

以上图片均由杭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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